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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孫中山與南洋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 

 

 

 

內容摘要 

     孫中山倡導革命與南洋華人關係密切，南洋地區星、馬華人響應革命，於同盟

會成立之時已經開始，1910 年以後，馬來西亞取代新加坡成為中國革命運動在南洋

的指導中心，迄今當地華人對孫中山先生的崇敬，以及對我國的友好情懷，歷久彌

新。本館為了多面向拓展學術及文化外交，以配合政府的南向政策，同時達成國際

合作，以及瞭解孫中山與南洋華人之關係，特邀請 10 位臺灣學者專家，於 2016 年 6

月 10 日至 14 日前往馬來西亞，與馬來西亞的拉曼大學合辦「孫中山與南洋華人」

國際學術研討會。 

    本次活動分為學術研討與學術參訪二部分。研討會於 6 月 11 日在拉曼大學雙溪

龍校區進行，學者們針對：（一）孫中山的革命事業與南洋華人社會；（二）當代孫

中山思想的理論與實踐；（三）孫中山與南洋友人；（四）中華民國與二戰前後的東

南亞華人等四大子題，提出17篇論文進行探討。會後再前往吉隆坡的華社研究中心、

吉隆坡廣東義山、林連玉紀念館，以及怡保的務邊文物館、懷古樓、霹靂洞、中山

文物館等重要紀念地，進行交流拜會活動。 

 

關鍵詞：孫中山、南洋華人、吉隆坡、怡保、拉曼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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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孫中山與南洋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 
 

壹、研討會之計畫 

一、會議源起  

    孫中山倡導革命創建民國，他的思想言論在中國近代的政治史、思想史及制度

史中，皆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為著革命，孫中山被迫流亡海外，海外成為他用來結

合革命志士以及動員華人參與革命的舞台，同時也是他建立及發展組織的主要依靠

力量。 

    孫中山與南洋關係密切，他在海外號召革命志士常赴南洋。雖然星、馬華人響

應革命，始於同盟會新加坡分會成立之時，但至 1910 年以後，馬來西亞取代新加坡

成為中國革命運動的指導中心。孫中山先後於 1905 年、1906 年、1907 年以及 1910

年、1911 年五次來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的檳城、吉隆坡及怡保更是南洋華人組織革

命團體的重要基地。 

    為了多面向拓展學術及文化交流，配合政府的南向政策，加強國際交流合作，

並充實孫中山對南洋華人影響史蹟史料瞭解，本館乃邀請臺灣學者專家，前往馬來

西亞，與馬來西亞的拉曼大學合辦「孫中山與南洋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拉曼大

學是一所由教育基金會所創辦的高等教育機構，1969 年 2 月 24 日在馬華公會的領導

倡議下籌設而成。其校名就是取自馬來西亞第一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學生多為華

人，目前是馬來西亞的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學。 

    為瞭解南洋僑居地，如何傳承孫中山的思想與精神，回顧馬來西亞的南洋華人

如何為中華民國的創建而努力，因而有此「孫中山與南洋華人」議題之探討。臺灣

與馬來西亞學者們齊聚一堂，藉著學術議題的探討，建立與馬來西亞學術交流之網

絡與平台，並藉彼此的交流，進一步積極促進我與馬來西亞的文化交流。 

 

二、會議宗旨 

    孫中山說過「華僑為革命之母」，此意謂著海外華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同時也

是孫中山對華僑的一種感念。這也說明著華僑是中國革命的原動力，海外華人不僅

是參與孫中山革命的資助者，更是革命活動的執行者，尤以南洋華人的支持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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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研討會的宗旨，如下：一、回顧中山先生南洋事蹟展望及華社未來發展；

二、推廣馬新華人研究暨推動國際學術交流；三、研究中山思想和學說以及發揚世

界友愛與和平；期盼臺灣與馬來西亞的學者們能以孫中山一生事業，對中華民國與

海外華人的影響，以及探討孫中山與南洋華人的深厚關係等議題，做出深入的討論

與回顧，此次盛會，為馬來西亞的孫中山和南洋華人研究，創下一個歷史新頁。 

 

貳、計畫之內容 

一、辦理時間與地點 

（一）活動時間：2016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至 14 日〈星期二〉 

（二）會議時間：2016 年 6 月 11 日（星期六） 

（三）會議地點：馬來西亞吉隆坡拉曼大學雙溪龍校區 

 

二、主辦單位 

國立國父紀念館 

拉曼大學華語中心 

 

三、探討議題 

（一）會議名稱：「孫中山與南洋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 

（二）探討子題 

   1、孫中山的革命事業與南洋華人社會 

   2、當代孫中山思想的理論與實踐 

   3、孫中山與南洋友人 

   4、中華民國與二戰前後的東南亞華人 

 

四、拜訪單位 

〈一〉怡  保：務邊文物館、懷古樓，霹靂洞、中山文物館 

（二）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吉隆坡廣東義山、林連玉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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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實施情形 

    本次研討會是繼民國 99 年本館前往檳城，舉辦「孫中山與黃花崗之役－庇能會

議與海外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後，再度前往馬來西亞，與吉隆坡的拉曼大學合辦

國際學術研討會，因此備受到馬來西亞

學術界及華人社團的關注與重視。 

    活動分為學術研討與學術參訪二部

分。研討會是 6 月 11 日在拉曼大學雙溪

龍校區進行，4 場次中提出 17 篇論文。

會後再前往孫中山在吉隆坡及怡保的重

要紀念地，進行交流拜會活動。 

 

一、研討會內容 

（一）開幕 

    繼檳城之後，這是本館第二次來到馬來西亞舉辦學術研討會，6 月 11 日上午，

共有臺灣學者 10 位以及拉曼大學的師生百餘位，齊聚在拉曼大學雙溪龍校區舉辦研

討。會議由本館林國章館長與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張曉威院長致詞揭開序幕，接著

交換紀念禮物後，即進行各場次之學術研討。 

  （二）討論內容 

    本次研討雖以拉曼大學的師生為主，也

吸引不少來此訪問的中國大陸學者、吉隆坡

等地的教授及華僑社團負責人如海南會館聯

合會總會長林秋雅拿督、馬來西亞華人文化

協會副總秘書劉崇漢等。會議針對「孫中山

與南洋華人」之四大議題來討論。各場次的

研討內容，如下： 

1、 孫中山的革命事業與南洋華人社會 

    第一場主要探討孫中山的革命事業與南洋華人社會議題，共有 4 篇論文提出。

首先由元智大學的劉阿榮教授提出「變局與出路：革命黨與保皇黨在南洋的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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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以南洋為場域，說明清末時華人受到保皇黨和革命黨主張之影響，造成華僑社

會的分裂與不同歸屬。民

國建立後，海外華僑的支

持度，也隨著變局而有所

消長。國父紀念館劉碧蓉

的「孫中山的革命事業與

馬來西亞華僑的關係：以

民國時期為中心」一文，

雖然馬來西亞的華人對孫

中山的革命貢獻良多，至

民國以後，對孫中山的支

持，鄧澤如更是一位不可忽視的大馬華僑。 

    

 馬來西亞大學的林德順教授提出「與共和對立？論楊度的君憲思想」，指出楊度主

張君主立憲的「金鐵主義」，其雖支持立憲派的梁啟超，卻與梁啟超有所不同，其論

述主張對中國的政體，還是具有重要參考價值。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的廖文輝主任

認為 1930 年代一批南來馬新的報人及學人，他們以報章為論述工具，努力推動南洋

研究，這些論述對日後馬新南洋研究觀的形成有所助益。 

2、當代孫中山思想的理論與實踐     

    第二場主要環繞在當代孫中山思想的理

論與實踐主題，因與當今臺灣政情發展有密

切關係，發表者皆為臺灣學者。政治大學的

李酉潭教授認為今年臺灣大選，是第三次政

黨交替，也是國會首度政權全面輪替，可說

是孫中山的革命在臺灣成功了，更可說成在

臺灣實現了孫中山的民主思想。義守大學的晏揚清教授與樹人醫專的教授童慧玲一

文認為，臺灣選舉實踐了孫中山理想的憲法，近日中國大陸習近平決定依憲治國，

依法治國，在中國實踐孫中山的憲政民主是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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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大學的徐榮崇教授提出「臺灣國父思想教育之實踐與變革」，徐教授指

出臺灣透過黨化教育，宣傳三民主義，讓大家認識主義。隨

著政治變遷，黨化教育式微，但緊接而來的是如何面對另一

新意識形態的教育環境或霸權也會隨之出現。臺灣大學吳秀

玲教授討論的是「孫中山監察權的理論與實際」，文章從孫

中山主張監察權獨立的理由， 至憲政改革後監察權的變革，

以及在臺灣實踐情形。以上 4 篇文章，都與臺灣憲改及今日

臺灣政情發展有關，特別引發不少與會學者的關注。 

3、孫中山與南洋友人   

    第三場是孫中山與南洋友人關係之議題，共有 5 篇文章的提出。拉曼大學張曉

威院長與研究生吳瑋珉共同發表的「孫中山與陸佑」一文中，論述富商陸佑的商人

性格，讓他在金援孫中山革命時時，總出現模稜兩可的態度。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王

文隆〈不克出席〉主任，從黨史館典藏的史料中，找出霹靂出身的鄭螺生，參與革

命活動的點滴，並從中探窺鄭螺生與孫中山的關係。新生護專的鍾文博教授提出「構

築中華民族國家：

孫中山民族主義思

想在近代中國的實

踐」，文中指出孫中

山一生追求革命，

旨在將中國建設為

一「中華民族國家」，

他經歷漢族國家到

中華民族國家的轉

變，讓他的民族主

義思想逐漸轉化為

以平等為基礎的各民族多元一體理念。       

    拉曼大學的陳愛梅教授「孫中山與二戰前霹靂華人社會」是改自其博士論文 

「The Begi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in Perak,1874-1941」的一部分，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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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孫中山為霹靂華人社會所帶來的政治新思潮，除鼓舞霹靂的青年參與革命外，

更全面帶動其文化扎根工作。拉曼大學的潘筱蒨教授發表「民族、家國與革命情感：

張永福的《觚園詩集》

解析」，此文從張永福

的《觚園詩集》詩集中，

解析他對民族、家國與

革命的真實情感，從中

瞭解張永福的思緒為

何出現矛盾性。 

 

4、中華民國與二戰前後的東南亞華人 

    第四場以中華民國與二戰前後的東南亞華人為主題探討，玄奘大學的陳偉之教

授提出「中山先生的華僑政策與國際傳播之研究：以東南亞華人社會為例」，陳教授

認為孫中山重視以報紙傳播他的華僑政策及祖國建設給海外華僑，今日亦如此，歡

迎華僑加入國家建設與發展行列。他並指出全球媒體模式已為現今主流，中國想要

走向世界，並希望世界走入中國，發展屬於中國的全球媒體，是當務之急。拉曼大

學的鄭文泉教授與符愛萍教授發表「李俊承的民國詩歌：他為什麼不“回國”？」，

文中以僑領李俊承的《覺圓集》，來

解析他對民國的不同認知與判斷。 

鄭麗珠與謝增英，二位皆為拉曼

大學中文系的博士候選人，前者鄭麗

珠以「二戰前檳城蓮花河路與客籍富

商」為題，文中介紹檳城的蓮花河路，

與「客家百萬富翁街」的歷史變遷之

關連。後者謝增英發表「談戰後星馬華文小學課本裡的孫中山形象」，此文介紹華校

課本中，論述孫中山的篇幅比一般人物為多；低年級以孫中山小時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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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三、四年級則介紹其革命精神，孫中山的形象通過教科書的傳達，其目的就

是用此激發馬新學生的民族主義。 

 

二、學術文化交流參訪 

    參加研討會雖是此行的目的，研討會之

外，最大的收穫，莫過於尋訪孫中山在吉隆

坡及怡保的歷史文物與遺址，以及與當地的

華人進行文化交流。 

（一〉務邊歷史文物館 

    怡保傳統上是華人聚集的地區，目前是

馬來西亞霹靂州的首府，位於馬來西亞的中部，以產「錫礦」聞名，因而吸引不少

華人來此開墾，被稱為「錫都」。在怡保我們參觀了務邊文物館、懷古樓，因有館主

彭西康老師為務邊歷史文物的收集與保存而努力，館內典藏諸多稀有、珍貴的務邊

文物及資料，經他的解說，讓我們瞭解到華人如何來此開採錫礦業，並為務邊帶來

經濟發展，是馬來西亞進入現代化發展的重要經濟命脈。 

    參加革命活動的鄭螺生、李源水及李孝章，是怡保同盟會會員，黃花崗犧牲的

七十二烈士中，溫生財、余東雄、郭繼枚也是出身務邊的人士。據華僑先賢之傳言，

1910 年孫中山為籌募革命經費，曾在鄭螺生、李源水及李孝章的陪同下，會見當地

的首領。在辛亥革命前後，務邊所有的社團、茶樓及商店，都懸掛孫中山肖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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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尊崇孫中山人格與革命活動。  

（二〉中山文物館 

    怡保有一處「中山文物館」，位於霹靂洞之側邊，館內

所懸掛的「中山文物館」匾額，是民國 84 年故宮博物院前

院長秦孝儀所題。館長張英傑是臺北中華詩學研究會的委員，

平日喜好詩詞、書法，特別重視詩詞墨寶的收藏。在文物館

內，懸掛了十數幅，如「協力強國」、「海闊天空」、「至誠如

神」等複製的孫中山墨寶，其中有些還是早年本館前館長高

崇雲所贈送的。 

    張館長同時也是霹靂洞的主持人，承蒙他的介紹，我們

參觀了霹靂洞。霹靂洞是一處怡保的風景名勝地，洞內涼爽，

別有洞天，穿過洞口，出現涼亭，洞內除有張大千、于右任

等名書法家的題字與書畫外，各處的柱子、牆壁更有國內如梁寒操、葉公超、蔣中

正、馬英九以及當地的名書法家所題的墨寶，此霹靂洞因而有「南島敦煌」之稱。 

（三〉華社研究中心 

    華社研究中心是一所研究星馬華人課題之民間研究機構。由於華人定居在馬來

西亞已有數代，初始時他們只關注著年輕一代的教育，其後漸產生探求其自身文化、

歷史及一連串社會、經濟

及政治課題之慾望。為了

當代及下一代著想，1985

年在吉隆坡成立的華社研

究中心，其重責大任就是

要負起對僑居地的歷史、

文化、經濟、政治等諸多

領域的學術研究工作。 

    一行人在詹緣端主任

的介紹下，參觀了該中心

的集賢圖書館及資料保管中心。在其館藏中，有諸多歷史價值的原版刊物及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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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1930 年代的《小說月刊》、1950 年代絕版的《古城月報》、《蕉風》等期刊，以及

1985 年起馬來西亞主要華文報章剪報等。由於華社的運作主要來自支持者的捐款，

故有出版品的販售，因此特別重視出版品的發行。自成立以來，該中心先後出版《馬

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馬來西亞華人與國族建構》、

《變遷中的馬來西亞與華人社會》、《移山圖鑑》等百餘本的書籍與雜誌，這些書刊

多是海內外學者研究馬來西亞華人的重要參考資料。 

（四〉吉隆坡廣東義山 

    「義山」一詞，指的是華人的公共墓地或集體墳地。早期華人移民海外，其社

會領袖除了創建會館、家廟、醫院、學校及寺廟等外，也會創設義山，作為安頓死

者之所。此「義」字，

除彰顯中華傳統文化

中「義」的精神外，

還有著表揚墓地之行

為「義」舉。吉隆坡

廣東義山，創立於

1895 年，是早期移民

華人死後安息之所，

也是一處探討華人移

民社會的歷史與文化

遺產資料所在地。吉

隆坡廣東義山由廣肇、惠州、嘉應、海南、潮州及茶陽等 6 間會館所組成，分別為

葉亞來、葉致英、趙煜、葉觀盛及陸佑等人所創立。 

    我們一行來到吉隆坡廣東義山後，受到主席及董事會的熱忱接待，並觀賞他們

為我們準備的廣東義山簡介。從影片中得知，此地位於吉隆坡的市中心，在都市擴

建發展中，屢遭馬來政府強制徵地及搬遷之困擾。幸賴各地華人會館的團結，終於

保有這塊風景墓地，華人子弟藉著祭祖掃墓的行為，將中華文化的慎終追遠精神，

得以傳承於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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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林連玉紀念館 

    林連玉紀念館成立於 2008 年，雖是一處名人紀念館，卻是一座見證大馬坎坷華

文教育發展史的紀念館。林連玉〈1901-1985〉是福建永春人，1927 年南來馬來西亞

的尊孔學校當老師，二戰後，以教育工作者的身分投身社會改革，推動華文教育，

為華裔公民權益而努力，被稱為大馬的華教鬥士。 

    一行人受到姚麗芳副主席及李亞遨館

長等人的接待、導覽，從一張一張的照片

展示及說明文中，讓我們瞭解林連玉是如

何帶領華人創辦華文學校，以及在馬來西

亞為華文教育奮鬥的故事。 

 

三、計畫實施效益 

    這是本館第二次來到馬來西亞舉辦學

術研討會，因而廣受馬來西亞學者及當地

媒體的重視報導。在議題討論上，臺灣學者提出 9 篇文章，其中有 5 篇集中在中山

思想在臺灣的實踐，另 4 篇探討的是南洋華人如鄧澤如、鄭螺生與孫中山關係。馬

來西亞的學者則對東南亞華人及南洋華人的社會變遷及發展

議題著墨較多。研討的結果，效益如下： 

（一）海外華人關懷中山思想在臺實踐情形 

    一般探討孫中山議題，海外學者除關心孫中山與當地華人

之關連外，更想知道的是中山思想實踐的可能性。年初臺灣的

總統選舉，呈現了第三次政黨交替以及國會首度政權全面輪替

之局面。因此，臺灣學者以孫中山的民主思想、民權理論、監

察權理論等議題，來說明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已在臺灣實踐，這

些議題引發海外學者的關心與重視。此外，馬來西亞學者更關

心政黨輪替對兩岸的影響，以及中國崛起後的臺海關係，這是

本次研討海外學者頗為關心的話題。 

（二）華人社會、馬新研究觀等新議題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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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馬來西亞華人與孫中山的關係，總不難忘檳城「庇能會議」所作的決定，

對「黃花崗起義」和「武昌起義」，如何改變近代中國的命運。這段史實，經海外學

者的挖角與探討，逐漸為國人所知曉。但此次提出較不為人所知的怡保的華人如鄭

螺生、鄧澤如等對革命的貢獻，以及與東南亞華人社會發展、馬新研究觀等新議題，

這些海外革命史料及新議題的出現，不僅還原了歷史真相，更豐富了孫中山與海外

華人研究之內涵與方向。 

 

四、心得 

    本次研討會是本館繼

馬來西亞檳城（2010 年）、

新加坡（2011 年）之後，第

三次在東南亞舉辦的國際

學術研討會。讓本館對南洋

華僑尤其是馬來西亞的華

人，有特別深厚的情感，並

體會到實地考察可對議題

深入瞭解，也是一種情感交流的方法。對此次的研討會，有如下的心得：  

（一）見證了馬來西亞華人的團結奮鬥精神 

 為了募款及鼓吹民主革命，孫中山先後五次到馬來西亞組織同盟會分會。此行

除瞭解馬來西亞華人與孫中山的革命的密切關係，走訪吉隆坡及怡保，更讓我們看

到了華人在馬來西亞的奮鬥血淚史。吉隆坡廣東義山是一群華人移民到馬來西亞拓

墾，死後長眠之處，此地位於吉隆坡的市中心，在吉隆坡的都市擴展中，屢遭馬來

政府的強制徵地要其搬遷，但在董事會及各地會館的團結下，經十數年的抗爭與爭

取，終於保住這塊具有環保意識的風景墓園，也傳承了中華文化的慎追思的精神。    

 此外，還有主張民族、語言平等的林連玉，從福建永春來到吉隆坡的尊孔學校

任教，他致力於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積極爭取華文列為馬來西亞官方語文之一。

他為馬來西亞華人爭取華裔公民權的奮鬥精神，感動了當地的華人，讓華文教育及

禮儀深入到馬來西亞的華人家庭中，值得我們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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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統文化的保存 

 參訪考察是另一種學問的驗證，這次的學術參訪主要以吉隆坡和怡保為主。吉

隆坡是馬來西亞的首都，因而吸引許多馬來人、印度人及華人來此工作，也讓這裡

呈現不少這些民族的風俗習慣與建築風格。但隨著社會的變遷，全球經濟一體化所

帶來的危機，讓各族群的傳統文化有流失之虞。 

 一群坐落在各地的華人社團，如華社、廣東義山、林蓮玉紀念館等，有感於此，

乃負起傳承與創新的使命，默默的在各地推動華文教育，為保存傳統的華人文化而

努力，讓臺灣來的我們

感到無比的敬佩。尤其

是怡保的務邊文物館、

懷古樓中，珍藏著諸多

廿世紀華人錫礦開採的

歷史記憶，還有中山文

物館及霹靂洞內，所展

示的詩詞、墨寶，讓人

不敢相信我們是身處在

海外呢！ 

 

肆、檢討或建議 

    此次的研討及參訪，由於有拉曼大學陳中和主任細心的安排規劃，讓我們能以

短暫的時間，走訪吉隆坡及怡保有關孫中山的文物及遺址，並接受各地社團負責人

的熱誠接待。綜觀本次研討會，有如下二項檢討與建議： 

一、重視留臺學生所扮演重要角色 

    眾所周知，馬來西亞華人在政治上雖認同了馬來政府，但在文化上，卻追尋華

族的傳統文化。他們重視華文、華語，因此，從幼稚園、小學到國、高中，總讓其

子弟進入華人所籌設的華文學校就讀，其後因不願接受馬來文化的高等教育，紛紛

轉往海外留學，與馬來西亞同文的臺灣成為他們留學的最佳選擇。 

    當年我政府重視僑民教育，提供獎學金及打工的機會，因而吸引諸多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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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子弟來臺接受高等教育，為馬來西亞培養不少「臺灣通」人才。如今馬來西亞

的政界、商界及學術界等僑社菁英分子，以留臺人士居多，且居領導地位。這群留

臺學生，與臺灣有著歷史情感與文化背景，正是扮演著我國與馬來西亞在商業、教

育及藝術文化等，交流溝通的最好橋梁，也是臺灣文化推向馬來西亞甚至南洋的最

佳推手。 

    自中國大陸崛起後，吸引不少華人子弟到中國留學，這種趨勢隨著中國勢力的

茁壯，有明顯增長的趨勢。因此，深切的期盼我政府重視南向政策，並從加強協助

僑民教育及人文學術交流開始。 

 

二、多元文化場域值得學習 

    馬來西亞是一個擁有馬來人、華人、印度人等不同族群共處的國家，為了讓多

樣差異的生活風格和文化樣

貌彼此共存，馬來政府允許華

人文化在馬來西亞佔有一席

地位。由於當地的華人重視自

己的傳統，因而在語言、宗教

信仰、生活習慣上極力保有自

己的文化，也因為有這些先賢

的努力，讓我們看到有關這裡

有不少的華人機構，如華文學

校、寺廟、會館等分散在吉隆

坡各地。 

    馬來西亞是多元文化場域，我們也看到不少的馬來人、印度人的建築及宗廟，

坐落在各地。正是馬來西亞各族群都能肯定彼此文化的重要，才呈現出這種多元樣

貌的文化，也帶給社會更蓬勃發展。     

    此次的研討參訪，能順利圓滿舉行，除了感謝拉曼大學的張曉威院長，陳中和

主任的規畫以及所拜訪社團的親自接待導覽，因為他們兩位都是留臺的留學生，與

臺灣有著深厚感情。此外，還要感謝的是海南會館聯合會總會長拿督林秋雅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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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海外傳承中華文化，對中山思想之弘揚，用力尤著，讓臺灣學者留下深刻印象。 

    此次研討深切的體會到「不到馬來西亞，不知馬來西亞有那麼多的華人，到了

馬來西亞，方知華人對馬來政府以及中山思想之弘揚，以及華文教育之重視」之感

受，願以這段話作為此次前往吉隆坡舉辦「孫中山與南洋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成

果的總結。 

 

伍、附錄 

一、與會臺灣學者代表團名單 

編號 學者姓名 任職單位 

1 林國章 國立國父紀念館館長 

2 劉阿榮 元智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 

3 李酉潭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4 徐榮崇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教授 

5 陳偉之 玄奘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6 晏揚清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7 吳秀玲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8 鍾文博 新生護理專科學校助理教授 

9 王秉倫 國立國父紀念館研究典藏組組長 

10 劉碧蓉 國立國父紀念館副研究員 

 

二、2016 年孫中山與南洋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 

第一場次：孫中山的革命事業與南洋華人社會 

主持人：林水檺（拉曼大學） 

與談人：李酉潭（政治大學）、張曉威（拉曼大學） 

劉阿榮 

元智大學 
變局與出路：革命黨與保皇黨在南洋的交鋒 

林德順 

馬來亞大學 
與共和對立？論楊度的君憲思想 

劉碧蓉 

國立國父紀念館 

孫中山的革命事業與馬來西亞華僑的關係： 

以民國時期為中心 

廖文輝 

新紀元學院 
1930 年代馬新南洋研究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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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當代孫中山思想的理論與實踐 

主持人：林國章（國立國父紀念館） 

與談人：晏揚清（義守大學）、陳中和（拉曼大學） 

李酉潭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 
孫中山的民主思想及其在台灣的實踐 

徐榮崇 

臺北市立大學 

臺灣國父思想教育之實施與變革 

吳秀玲 

國立臺灣大學 
中山先生監察權的理論與實際 

晏揚清 

義守大學 
中山先生民權理論在台海兩岸的實踐研究 

第三場次：孫中山和他的南洋友人 

主持人：劉阿榮（元智大學） 

與談人：徐榮崇（臺北市立大學）、鄭文泉（拉曼大學） 

張曉威、吳瑋珉 

拉曼大學 
孫中山與陸佑 

陳愛梅 

拉曼大學 
孫中山與二戰前霹靂華人社會 

王文隆 

中國國民黨黨史館 
孫中山與鄭螺生 

鍾文博 

新生護專 

構築「中華民族國家」：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在近代中國的

實踐 

潘筱蒨 

拉曼大學 
民族、家國與革命情感：張永福《觚園詩集》解析 

第四場次：中華民國與二戰前後的東南亞華人 

主持人吳明珠（拉曼大學） 

與談人：廖文輝（新紀元學院）、王秉倫（國立國父紀念館） 

陳偉之 

玄奘大學 

中山先生的華僑政策與國際傳播之研究：以東南亞華人社會

為例 

鄭文泉、符愛萍 

拉曼大學/ 

國立伊德裡斯蘇

丹教育大學 

李俊承的民國詩歌：他為什麼不“回國”？ 

翁麗珠 

拉曼大學 
二戰前檳城蓮花河路與客籍富商 

謝增英 

拉曼大學 
談戰後星馬華文小學課本裡的孫中山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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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照片選輯 

 

 

 

 

 

 

 

 

 

 

 

 

 

馬來西亞的《東方日報》及《星洲日報》

等媒體，報導本次的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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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邊文物館、懷古樓館長彭西康老師〈左一〉為我們解說怡保的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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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靂洞內藏有書法家于右任的題字及國畫大師張大千的字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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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故宮博物院秦孝儀院長為霹靂洞旁的中山文物館所題的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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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社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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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色彩濃厚的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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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廣東義山內的歷史文物館 

 

 

 

吉隆坡廣東義山內的抗戰殉難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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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蓮玉紀念館內的展示 

 

 

 

 

 

 

 

 

 

 

 

 

 

 

 

 

 

 

台灣學者一行人拜會海南會館聯合會總會長林秋雅拿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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